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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虎当年在研究老城历史时，曾拜访过一位
叫做李耀卿的老人，李耀卿给他讲述了城墙被拆的
过程。

“当时洛阳分为10个区域，老城是中心区域，现
在的麻屯一带也是其中一个区域，李耀卿就是这个
区域的负责人。”李健虎说，“李耀卿说当时卫立煌催
得急，命令每个区域都得召集1000个民工，洛阳城
区共召集了约1万人，部分县也要召集民工，由国民
政府付工钱。”

就这样，数万个民工赶着牛车，浩浩荡荡来到洛

阳城墙下。仅用3个多月时间，洛阳的城墙就几乎被
铲平，拆下来的砖，直接被送去修防御工事，城墙土基
被用来填埋城墙外的护城河，在原来城墙的基础上修
建了环形马路，方便运输和部队转移调动。

“明朝修青砖城墙的时候，是把之前的土城墙用
砖包在了里面，青砖墙被拆了之后，土城墙在城周还
有部分残留。”李健虎说，“洛阳保卫战失败后，国民
党第十五军军长武庭麟和部下撤退到城东南角文峰
塔旁时，就是从那里5米多高的土城墙上跳墙突围
的，摔伤的不少。”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洛阳城墙被拆之
前，洛阳古城的旧颜就已开始随着战火的临近而慢
慢改变。

据记载，在抗战开始后，从1937年年底到1944
年5月的6年半里，日军对洛阳城进行了频繁的轰
炸，给洛阳城带来了极大的创伤。为了保护城内居
民的生命安全，大家一起开挖防空洞。

1937年年底，洛阳百姓开始自发挖建一批简单
的单人防空洞。1938年，日军轰炸更加频繁，并且在
使用普通炸弹的同时，还使用了穿甲弹，百姓因此开
始将防空洞加深，并慢慢让各家的防空洞相互连通。

同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和河南省政府先后
迁洛，洛阳地位有所上升，修建公共防空洞得到了国
民政府的支持，但终究“羊毛出在羊身上”，城内的公
共防空洞是政府向百姓征收资金后雇人挖的，百姓
个人的防空洞挖大还是挖小、雇人挖还是自己挖视
各家的财力而定。

“当时大部分防空洞是土洞，很多人不是被炸死
的，而是防空洞洞口坍塌后被闷死的。”李健虎说。

到了1939年，洛阳百姓开始普遍用砖加固防空
洞，洛阳城内的防空洞具有了一定规模。《洛阳市志》
记载：“当时，洛阳城区及西关共有防空洞426个，出
入口438个，通气孔144个。”

“当时，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防空洞，有的和邻
居家的相通，有的与公共的相通。”李健虎说，因为备
战需要，洛阳城的地下网络错综复杂。

在隋唐时期，洛阳是当时世界上比较大的城市
之一，如今的老城，只是当时洛阳城的一隅。

到了金朝，虽然洛阳仍是军事战略要地，但政治
地位已经下降，远不如当时其他的中心城市。据《元
河南志》记载，金朝开始重建洛阳东都城城墙，洛阳城
规模后来变小，这样的城市规模，一直延续到近代。

在金、元时期，城墙还是土墙。明朝洪武六年，
河南卫使明威将军陆龄决定将土墙改建成大青砖城

墙。据记载，改建后的洛阳城墙高约13米，有4座城
门，城门上建有阙楼。为了抵御外敌，各城门都建有
瓮城，城墙4角还建有角楼。

在此后的数百年间，洛阳经历了多次战争，城墙
也因此被不断修缮，城楼也被重修多次。到了清末，
洋枪火炮在战争中的普遍应用，让城墙在军事防御
中的地位逐渐下降，直到在抗战时期被拆除前，洛阳
的城墙没有继续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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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墙在抗战全面爆发后被下令铲平，东西南北4条大街成了战壕

战火，让古都变了“容颜”

在日军兵临城下时，洛阳的老街道也无法继续
保留原貌。

当城外的防御阵地逐渐被突破，负责守卫洛阳
的国民党军队主力撤回城内，城厢成为洛阳最后的
阵地。

“为了给巷战作准备，在日军进攻之前，除了在
城内设置碉堡，国民党军队还动员老城东西南北4
条大街的沿街居民在街道上挖战壕。”李健虎说，当
时的东西南北4条大街只有7米宽，百姓在自家门
前挖战壕时，都有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在边上“监工”，
按照他们的要求，道路两侧都要挖战壕，宽度均约2
米，这让当时洛阳城内的这几条主干道的宽度只剩
下不到一半。

“战壕挖好后，老百姓回家都得在战壕上铺个门
板，就这样一直持续到日军逼近洛阳，他们出城到农
村避战。”李健虎说：“古城和她的百姓，在抗战时期
是做出了巨大牺牲的。”

为准备巷战，
洛阳城内4条大街变战壕

百姓挖防空洞躲避空袭

洛阳城墙在明朝被改建成大青砖城墙

□记者 郭秩铭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44年日寇攻陷洛阳，在这
7年间，战火的肆虐和日寇的不断威胁，让洛阳城不得不为
了保护她的百姓，抵御外敌入侵，改变她原本的“容貌”。这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当数1939年洛阳城墙被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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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墙的存在，不利于百姓疏散和军队转移调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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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洛阳城墙，因年久失修
已经是“伤痕累累”，却依然保持着风貌，屹立不倒。

在1939年年底，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两年多后，随
着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一声令下，在洛
阳城周边屹立的城墙被铲平。

卫立煌为啥要铲平城墙？根据民国时期的《洛
阳县志》记载：“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12月，
抗战日久，敌势内逼，当道为国防计，为疏散计，令第
一战区司令长官通令各县，城墙土基一律铲平。”

一直在研究洛阳老城历史的郑州大学客座教

授、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李
健虎对此进行了分析：“从1937年开始，日军对洛
阳进行轰炸，城墙的存在，对于抵御日军没有任何
作用，反而会阻碍百姓疏散和城内城外军队的转移
调动。”

“此外，当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和河南省政府
已经由郑州迁到了洛阳，洛阳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但是还缺少防御工事，城墙上拆下来的砖被用来在
五女冢、上清宫、西工兵营和东关各处修建防御工
事。”李健虎说。

仅用3个多月，洛阳的城墙就几乎被铲平3


